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对于烈士们为革命事业做出的牺牲，

郑州没有忘记。
在烈士汪胜发、司文德的头颅被悬挂

的长春桥，高高竖起了二七纪念塔。
“不到二七塔，就等于没到过郑州。”

这句评价，足见作为地标的二七塔在郑州
人心中的地位。

不仅如此，郑州市还有一系列和“二
七大罢工”有关的地名和单位名称，二七
区、二七路、二七广场、二七纪念堂、二七
商圈，郑州更是被称为“二七名城”。这
些，都在无声地诉说着一个城市与一个重
大历史事件割不断的联系。

“以德化街为纵轴，二七塔为起点，直
到二七纪念堂，可以说一条街就能阅尽郑

州近百年历史。”二七纪念馆馆长张江山
说，二七塔附近的二七路以及百年德化步
行街向南一线，共有五处纪念遗迹：在京
汉铁路工人总工会成立大会会场旧址普
乐园建设的二七纪念堂，郑州铁路工人夜
校旧址，抗战前设立的原日本驻郑领事馆
旧址，抗战时期日本飞机轰炸处和抗战胜
利日本投降处。

五处纪念地，两处和“二七大罢工”所
体现出的“二七精神”有关。

而另外三处，则与神州大地上轰轰烈
烈的抗日战争密切相关。在郑州这片热
土上，共产党领导八路军和人民群众在抗
日战争中表现出的伟大抗战精神，也是需
要我们代代相传的红色基因。

走进郑州的巩义、登封、新密等地，多

处抗战旧址已改建为豫西抗日根据地纪
念馆，大量的照片、文物和文字，给人们展
示了当年共产党、八路军领导豫西军民英
勇抗战的光辉历程。

岁月变迁，曾经的水深火热之地在中
国共产党人的手中换了天地。

站在二七塔顶瞭望二七广场周边，白
天车水马龙，夜晚灯火璀璨，现代商业都
市的繁华一览无余。

来到豫西革命老区，在乡村振兴战略
的带动下，曾经贫困落后的村庄已经华丽
蜕变为风景宜人的美丽乡村。

但是，散布在城乡的这些重要的纪念
地，是老一辈郑州人不能忘却的城市记
忆，也是新一代郑州人了解这座城市历史
的重要窗口。

城市地标 承载记忆

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神则
不强。

对于郑州来说，二七塔不仅是城
市标志，更是一座闪耀着奋斗与拼
搏之光的精神之塔，它让血与火炼
成的“二七精神”化为有形的高塔，挺
立至今。

行程万里，不忘来路；饮水思源，
不忘初心。

“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这是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及的切切嘱托
和冀望。

红色基因是共产党人永葆本色的
生命密码，根植于共产党人的血脉之
中，成为共产党人的遗传因子，体现了
共产党人的身份自信和使命担当。

用鲜血和生命铸就的“二七精
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红色基因和精神
族谱的重要组成部分，与“焦裕禄精
神”“红旗渠精神”“大别山精神”一起
共同构铸起了河南人的“精神脊梁”。

新时代，这份宝贵的精神财富必
须传承下去，成为推动郑州国家中心
城市建设、助力中原更加出彩和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重要力量。

当前，河南正迈向更加出彩的新
征程，省委、省政府要求郑州这个龙头
发挥更大作用。郑州大学教授徐有礼
认为，郑州必须自觉弘扬“二七精神”，
筑牢信仰之基，把稳思想之舵，补足精
神之钙，用精神的力量磨炼意志、砥砺
品质，锤炼作风，增长才干，让英雄们
的光荣事迹成为引领党员干部前进的
精神坐标。

省委常委、市委书记徐立毅明确
表示，“二七精神”是激励我们奋力前
行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传承好二七红
色基因、弘扬好革命精神、发扬好优良
传统，让“二七精神”更加鲜明地体现
在每位党员身上，体现在为民服务的
具体行动上。

二七广场及周边地区综合改造是
郑州老城复兴的点睛之笔，起着铸心
立魂的作用。徐立毅指出，要努力把
二七广场打造为郑州人的精神家园、
河南省的消费中心、全国城市复兴典
范，更好地把城市的标志和灵魂立起
来，不断增强全市人民的获得感和发
展自信。

作为“二七精神”的发源地、全国
唯一以重大革命历史事件命名的城
区，二七区自带红色基因，也更多了一
份传承和弘扬“二七精神”的使命和自
觉。去年以来，二七区组织专家深入
挖掘“二七精神”内涵，提炼出了“坚定
信仰、忠诚为民、敢于斗争、勇于担当”
这一新时代“二七精神”内涵。

未来，相信二七塔一定会见证，在
“二七精神”等红色精神滋养下，郑州
在加快国家中心城市建设、推动高质
量发展、助力中原更加出彩的征程中
创造的新辉煌。

红色基因 世代传承

郑州二七塔 郑报全媒体记者 刘伟平 图

4月的郑州，天朗气清，二七塔巍然挺
立。在阳光映照下，塔尖擎起的红五星熠
熠生辉，更显庄严。

二七纪念馆内，不少人前来参观学
习，回顾那段峥嵘岁月。“这面墙上的浮
雕，再现了当时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
时的场景……”听着工作人员的解说，时
光仿佛回到一个世纪前——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帝国主义
列强为了维护其在中国的殖民统治，扶
植中国的反动势力各霸一方，造成了军
阀混战。京汉铁路工人受到军阀残酷的
人身压迫和经济剥削，过着牛马不如的
生活。

郑州位于京汉、陇海两大铁路交会
处，工人集中，成为中国共产党开展工
作的重要地方。在党的领导下，1921年
秋天，郑州开办工人夜校传播马列主

义，郑州铁路工人俱乐部随之诞生，京
汉铁路工人运动蓬勃发展，16个分工
会相继成立，并酝酿成立全路统一的总
工会。

1923年 2月 1日清晨，1000多名铁路
工人从郑州车站出发，向总工会成立大会
会场——普乐园挺进，反动军警层层阻
挠。工人们冲破阻拦，冲进会场，郑州铁
路工人领袖高斌庄严宣布总工会成立。
反动军阀吴佩孚恼羞成怒，派军警将会场
捣毁。

为争自由、争人权，总工会召开紧急
会议，决定 2月 4日举行全路总罢工。
1923年 2月 4日，高斌拉响了京汉铁路工
人大罢工的第一声汽笛，以郑州为中心，
北起长辛店，南至汉口，1200多公里长的
京汉铁路顿时全线瘫痪。

2月 7日，吴佩孚对京汉全路罢工工

人实行了血腥镇压，制造了震惊中外的
“二七惨案”。施洋、林祥谦、高斌等52位
同志英勇牺牲，300多人身负重伤，郑州党
组织也被破坏。

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虽然失败了，但
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以独立的姿
态进入历史舞台，在中国近代革命史上影
响深远。

“这些斗争，是为了中国无产阶级的
利益，是为了全民族的利益，也是为了全
世界人民的利益。”1939年，毛泽东在“二
七”纪念大会上说。周恩来高度评价“二
七”革命斗争，“是中国大革命前的一次启
蒙运动”。董必武曾为纪念“二七”题诗：
虽败荣犹著，英光永世红。

郑州，作为这次大罢工的策源地，在
中国革命斗争和工人运动史上留下了浓
墨重彩的一笔。

启蒙运动 英光永红

车来人往的郑州繁华闹市区，
矗立着一座并联式双塔。在高楼大
厦鳞次栉比的环境里，63米高不算
“魁梧”；与郑州3600年的悠久历
史相比，可以用“年轻”来形容，它却
无可厚非地成为郑州的地标建筑，
在郑州人的心中有着无可撼动的地
位。这就是——二七纪念塔。

二七塔自诞生之日就顶着历二七塔自诞生之日就顶着历
史光环史光环，，自带红色基因自带红色基因。。作为郑州作为郑州
历史的重要承载者之一历史的重要承载者之一，，二七塔不二七塔不
仅是中国工人阶级英勇斗争的象仅是中国工人阶级英勇斗争的象
征征，，也是这个城市的精神之塔也是这个城市的精神之塔、、文文
化之魂化之魂。。

自自19711971年以新的面貌落成以年以新的面貌落成以
来来，，二七塔就像一个守望者二七塔就像一个守望者，，见证着见证着
郑州这座城市的发展郑州这座城市的发展。。而其所代表而其所代表
的的““二七精神二七精神”，”，也在一代代郑州人也在一代代郑州人
中延续传承……中延续传承……
郑报全媒体记者郑报全媒体记者 武建玲武建玲 刘伟平刘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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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国家中心城市培为国家中心城市培““根根””铸铸““魂魂””让郑州文化让郑州文化““立立””起来起来““活活””起来起来

大型系列报道大型系列报道 之之 八八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
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及“兴文化”时强调，要“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郑州，地处中原腹地，史谓“天地之中”，是中华民族和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八大古都之一，文化源远流长、底蕴深厚。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国家战略的实施，开启了郑州发展的“黄河时代”，为用好这些文化资源，用好这些“兴文化”的宝库

与富矿，让郑州文化“立”起来“活”起来，更好地为加快打造黄河历史文化主地标城市提供文化支撑和精神动力，为国家中心城市培“根”
铸“魂”，本报推出《“郑中心”的文化底色》大型系列报道。今天刊发《二七名城的红色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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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双塔立中原 峥嵘岁月竞风流

二七名城的红色基因


